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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三死穴 選情變數大
1/3選民無固網電話難接觸

紐新兩州任選票站 便利災民
美東受風暴「桑迪」影響，不少居民

被迫撤離家園，趕不及在投票日返回所
屬地區投票。紐約州及新澤西州前日宣
布，受風災影響的合資格選民，可到所
屬州內任何票站投票，而總統奧巴馬在
兩州都有明顯優勢。各地官員亦忙於修
復因風災受損的票站，部分地區更築起
臨時帳篷充當簡易票站。

電郵投票惹爭議
紐約州長科莫前日簽署法令，容許災

民提交宣誓書後，可在州內自由
選擇票站。不過，若選民選擇的
並非所屬地區票站，只能就總統
與聯邦參議員選舉投票，不能針

對各地區地方選舉投票。截至前晚，紐
約州逾100個票站需更改地址，當中近
60個處於紐約市。不少東岸災民前日特
意駕車到政府辦公室提前投票，令辦公
室外大排長龍。

另外，新澤西州為進一步方便災民，容
許傳真或電郵投票(下圖)，但惹來批評。
賓夕法尼亞大學電腦保安專家布拉茲指
出，電郵可被黑客入侵及修改，既不安全
又難以認證，憂慮會為選戰結果埋下法律
隱憂。 ■法新社/路透社/《紐約時報》

為防選舉舞弊，政黨會派義工到各票站監察投
票。不過，打 共和黨旗號的茶黨監察組織「真正
投票」(True the Vote)，被指專門針對少數族裔比例
較高的選區，外界質疑其真正目的是阻嚇少數族裔
投票。民權組織前日要求美司法部介入調查。

「真正投票」重點監察的111個選區中，民權組織
分析其中59個選區的資料後，發現近8成選民都是非
洲裔，遠高於全國平均值的13%。民權組織擔憂，
茶黨或企圖藉 不斷質疑選民身份，令票站大排長
龍，不僅阻礙少數族裔投票，更可嚇走部分選民。

■《赫芬頓郵報》

若點票程序順利，美國大選最快於香港時間今日
中午有結果，但由於選情膠 ，加上投票方式混
亂，隨時引起爭議。最壞情況下，部分州份可能需
重新點票、等候臨時選票開票甚至出現訴訟，導致
今日成為「沒有贏家的周三」。民眾要知道白宮主人
誰屬，可能要多等一會。

大部分州份若兩名候選人得票差距在0.5%以內，
便會自動啟動全面驗票。各州規則略有不同，科羅
拉多州的標準是較高一方票數的0.5%；弗吉尼亞州
不設驗票機制，但容許負方申訴，當局須在37日內
完成點票；威斯康星州不論差距多少亦可要求重
點，如去年州最高法院選舉舉行全州驗票，花了整
整一個月。

大選設「缺席投票」及「臨時選票」，亦令結果易
生變數。俄亥俄州在上屆大選收到逾20萬張臨時選
票，約19%被判無效，另1.6%缺席投票無效。專家
指，一旦爭議鬧上法庭，最壞局面是拖至下月才能
誕生總統。 ■Politico網站

投票混亂
恐變「沒有贏家的周三」

監察票站玩針對
茶黨疑嚇走少數族裔

美國參眾兩院昨與總統大選同

日舉行改選，其中在紐約州皇后

區第6選區，父母來自台灣的華裔

候選人孟昭文(見圖)深得主流及少

數族裔支持，有望成為美東首位

華裔聯邦眾議員。在紐約州第40

選區，共和黨的華裔候選人任柏

年亦與民主黨力撐的韓裔候選人

金兌錫鬥得激烈，反映華裔在美

國政壇嶄露頭角。

孟昭文代表民主黨參選國會眾

議員，因父親孟廣瑞曾任紐約州

眾議員，令她很早已有參與地方

政治的經驗。她在少數族裔為主

的第6選區深獲支持，不止華人社

群，連韓裔、猶太裔選民亦是其

忠實支持者；甚至紐約州州長科

莫、紐約市長彭博及《紐約時報》

亦曾公開力撐她，料她將擊敗共

和黨對手哈洛倫。

另外，第40選區的兩位亞裔候

選人亦戰況激烈，若任柏年得

勝，將意味華裔社群在該區已成

為數一數二的力量，有望大大提

升華裔人口在主流社會的地位。

■綜合報道

美東勢誕首位華裔眾議員

颶風桑迪令不少居民失去家園，但無損他們的投

票熱情。紐約市一名25歲建築工人稱：「這天很

重要，因是我們的日子。無論發生什麼事，颶風也

好，龍捲風也好，這是我們的投票日」從紐約和新

澤西各票站的踴躍情況預計，當地會錄得高投票

率。

然而，在紐約南部沿海小鎮羅卡韋，選舉氣氛平

淡，風災打亂居民正常生活，亦吹掉他們對大選的

熱情。利奧尼達斯指 公路旁邊一座高樓說：「以

前我們在那裡投票，但是現在被淹，我們還沒關於

票站變動的消息，不知道去哪裡投票。」

紐約市選舉委員會網站顯示，羅卡韋鎮的票站已

更改，但記者走訪新票站時，卻發現是空空的帳

篷，完全看不到為選舉忙碌的身影。中年女教師特

蕾莎表示，斷電令小鎮與外界聯繫中斷，沒電視、

收音機和手機訊號，所有消息來源都是傳言，她坦

言「誰能恢復供電，就把票投給誰」，但去哪裡投

票？她也一臉茫然。

「投票人數超上屆」
俄克拉何馬城有票站上午7時已排起約200人長

龍。65歲的Fred排在第8位，他坦言支持羅姆尼，

指今次投票人數較4年前增加不少，其中不少是墨

西哥人，猜測與奧巴馬移民政策有關。他又指，奧

巴馬無力提振美國經濟，擔心中國取代美國。

在弗吉尼亞州福爾斯徹奇，選民踴躍投票，票站

甫開門便有數十人排隊等候入內投票。有羅姆尼陣

營的助選人員稱，肯定投票率會比正常為高。

由於郵局寄送失誤，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戴德縣

選民前日還未收到提前投票的選票，選務當局決定

讓民眾當天下午親臨選務辦公室投票，但由於溝通

不足，不知情的官員拒絕選民投票，引起逾百名排

隊民眾鼓譟，敲打選務辦公室門窗，後來投票恢復

才化解風波。 ■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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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演講前擁抱妻子米歇爾。 美聯社

■俄亥俄州票站外大排

長龍。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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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災民在臨時搭建的帳篷內投票。 路透社

■羅姆尼親吻妻子安。 美聯社

在美國大選點票工作結束前，傳媒要預測選情，只有靠電話民調和票站出口民調。

但有評論認為，無論民調抑或票站調查，本身都存在弱點，根本不足以反映實際情

況。要知道投票結果，最好還是慢慢等待點票結束。

民調差異方面，評論認為，傳媒民調過度吹
噓提早投票為奧巴馬帶來的優勢，但加上

缺席投票的票數後，優勢可能並不存在。第二，
部分調查間接讓受訪者表達偏好哪個政黨，得出
獨立選民傾向支持羅姆尼的結論，亦可能被誇
大。第三，1/3美國人家中無固網電話，調查如何
接觸只用手機的選民，成為一大難題。

削19州電話訪問 準繩度參差
每屆大選或國會中期選舉，美國6大媒體都會

聯合委託「國家選舉資料庫」(NEP)進行票站調
查。但分析指，票站調查存有取樣誤差，候選人
之間數個百分點的差距根本無意義。此外，票站
調查亦未能完善處理「無回應」的樣本，自1988
年來已多次造成民主黨有機勝出的假象，其中
2004年網上一度流傳克里可擊敗布什，結果空歡
喜一場。

今年NEP為節省成本，取消在19個州以電話訪
問選民，準確度大打折扣。任職美國全國廣播公

司(NBC)的NEP主席加懷澤稱，減少票
站調查規模純為集中資源，報道關鍵

州份選情，強調會盡力保持結果準確。有民調專
家大感可惜，稱今屆調查縮水令多個州份數據

「斷纜」，下屆會失去有價值的參考材料。

預設立場一面倒 報道欠中立
美媒大選報道有如疲勞轟炸，但當中很多媒體

都有預設立場，針對個別候選人。皮尤研究中心
調查指，親共和黨的霍士電視台在8月至10月
間，關於奧巴馬的報道僅6%是正面，卻有46%是
負面報道。新聞網站MSNBC更極端，羅姆尼正
面報道僅3%。

在投票日，不少美國政評專家都預測大選結
果，其中霍士的政治評論員莫里斯認為，羅姆尼
將奪得325張選舉人票大勝奧巴馬，形容這是美
國史上「最大驚喜」。《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杜
薩特則認為，奧巴馬將以271:267險勝，表示輿論
高估拉美裔與女性選民影響力。CNBC的克拉默
稱，奧巴馬可獲440票壓倒勝出，聲言數年後不
會有人想起慘敗的羅姆尼。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赫芬頓郵報》/《今日美國報》

■奧巴馬在競選辦公室致

電義工表示感謝。美聯社


